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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学校体育思想研究过程中有关概念“思想、思潮、理论、观点”使用较为混淆

的现象，运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及其相邻概念进行辨析。研究认为，

“学校体育观”是带有一定个人色彩与主观性的学校体育理性认识；“学校体育思潮”是在“学校

体育观”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代表一定阶层的学校体育思想倾向；“学校体育思想”是具有一定创

新性、影响力较大的、被一定阶层认可的学校体育理性认识，它包含数个观点、论点、主张与看

法；“学校体育理论”则是在学校体育思想与理念引领下，由学校体育系列概念、范畴、原理、判

断、推论等组成的具有学科性质的学校体育理性认识。“学校体育观”是形成“学校体育思想”的

基础，“教育思潮”是形成“学校体育思想”的中介，“学校体育理念”是“学校体育思想”的升

华。基于以上认识，提出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后续研究的若干建议：精准表述学校体育思想与学校

体育观；准确辨明学校体育思想与学校体育思潮的关系；严格区分学校体育理论与思想范畴；谨

慎使用学校体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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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henomenon of confusion in the use of concepts such as thoughts, trends, theories, and 

viewpoints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thoughts fo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analyze thoughts and adjacent concepts fo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viewpoin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with a certain personal color and subjectivity; trend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and formed 

on the basis of viewpoin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lso represents the ideological tendency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with a certain social class; though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which is innovative, enough influential, and recognized by a certain social class, and also 

includes several viewpoints, arguments, propositions, and opinions; theorie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with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guided by the ideas and 

though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onsisted with a series of concepts, categories, principles, judgments, and 

deductions. Viewpoin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will be the foundation for forming though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rends of education is the mediation for forming though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dea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the sublim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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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ough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are 

proposed: accurately expressing thoughts and viewpoin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ccuratel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ughts and trend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trictly distinguishing the theories and 

ideological categorie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be cautious in using idea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Keywords: though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viewpoin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trend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theorie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学校体育思想是学校体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学校体育目标的设置、教材的编写及课堂教学的

设计与实施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百余年我国体育发

展史中孕育出了多元学校体育思想，无论是志在体育

课程改革理论研究的专家，还是有意创建体育特色课

程的学者，或是期望形成独特教学风格的一线教师，

都有必要了解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史，领会其精髓，

并作为行动指南。 

有关“学校体育思想”研究选题中的表述主要存

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在教育家或体育家学校体育思

想研究中，表述方式各有不同，有的表述为“某教育

家或体育家学校体育思想”，有的则表述为“某教育家

或体育家的体育观”。二是，在表述同一学校体育思想

方面，出现了多种概念，主要有“学校体育思想”“学

校体育理论”“学校体育思潮”“学校体育观”等。其

具体表述差异如下：(1)“体质教育”主要存在“体质

教育思想”和“体质教育论”[1-3]的表述，还有学者提

出“体质教育论思想”[4]说法，同时将“思想”与“论”

并置。(2)“真义体育”研究出现了“真义学校体育思

想”[5-7]与“真义体育观”的表述。“真义体育”思想

早提出者是林笑峰，他曾在其论文题名中明确使用

这一说法，因此也被一些学者引用，但有更多学者倾

向于用“真义体育观”[8-9]来理解这一思想。(3)“健康

第一”研究存在着“思想”与“理念”两种表述。健

康第一作为“方针” 早由毛泽东同志倡导，但在第

八次体育课改中的《课标》则称之为“理念”下的指

导思想，“课程基本理念：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10]，此后“健康第一理念”的说

法大量涌现，这不仅存在于各类体育文献中[11-13]，还频

繁出现在各种教育类的报纸杂志上。值得一提的是，有

学者认为健康第一既是“思想”，也是课程“理念”[14]。

而 2017 年版高中体育课程标准再次把健康第一表述

为“指导思想”，“课程基本理念：落实立德树人基本

任务和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与全面发

展”[15]。(4)“快乐体育”研究指向比较复杂，除“快

乐学校体育思想”一词被广泛使用外，还同时出现 3

种不同的表述：一是“快乐体育观”[16-17]；二是“快

乐体育论”[18]；三是“快乐体育思潮”[19]。 

综上，在有关“军国民体育、自然体育、人本主

义、实用主义、快乐体育、终身体育、建构主义、健

康第一”等学校体育思想研究中，较多出现了学校体

育思想与学校体育思潮、理论、观(论)等概念的混淆

现象。此现象若不能得以及时纠正，将导致学校体育

视域内有关“思潮、理论、思想、观(论)”的错用与

混用，降低了学校体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规范性，以及

对以上相关概念深化研究的准确性。 

 

1  哲学与教育学视角下思想相邻概念的本

质内涵 
1.1  哲学视角下的思想相邻概念的内涵 

《辞海》对思想相邻概念的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辞海对思想相邻概念的定义 

概念 内涵解释 

思想 (1)思考；思虑；(2)想念、想象；(3)也称“观念”，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具有相对独立

性，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20]3669 

理论 (1)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有科学与不科学之分；(2)讲理，辩论是非[21]1128 

理念 旧哲学名词，柏拉图哲学中的“观念”通常译为理念；康德、黑格尔等人哲学中的观念指理性领域内的

概念，有时也译为理念[21]2776 

思潮 (1)某一时期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倾向；(2)涌现出来的思想感情[20]3688 

观点 (1)观察事物的角度或所持的态度，如生物学观点；(2)对事物或问题的看法，如审美观点[21]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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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表 1，本研究对思想相邻概念内涵解读如下：

(1)“思想”有 3 种解释，前两种解释是动词，而本研

究涉及的“思想”属于名词，因而与本研究选题的含

义不相符合，只有第 3 种解释符合本研究选题(“思想”

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具有相对独立性)。(2)“理念”是

旧哲学名词，也是外来译词，主要较多地出现在柏拉

图、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理念”一开始作为

西方古典的哲学下的产物，其含义深奥难懂，主要的

含义是指向现象背后的真理。但自引进中国之后，国

人对外来观念都有自己的吸收方式，经过中国儒学意

识形态的改造，被纳入了中国儒家文化，形成了特定

的本土化理解。根据以上解释，中国式的“理念”主

要的含义是经过实践验证的、在较长时间内、比较正

确的“思想”。(3)“理论”有两种解释，其中“讲理

与辨明是非”属于动词，不适合本研究选题；另一层

含义是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

其内涵比较符合本研究选题。(4)“思潮”定义中的“某

一时期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倾

向”含义较适合本研究选题。(5)“观点”的两种含义

较好理解，皆指向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或看法。 

1.2  教育学视角下思想相邻概念的内涵 

《教育大词典》中较为清晰的概念有“教育思想、

教育理论、教育思潮、教育观”，但对“教育理念”概

念没有界定，进一步说明教育界对“理念”一词存在

疑惑(见表 2)。其中“教育观”的内涵体现了个体对教

育的认识及其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教育思潮”是

某个时期流传较广的、影响较大的教育思想倾向，具

有一定的时间性、影响性与历史性；“教育思想”包含

了教育主张、教育理论、教育学说(这一界定中的教育

思想包含教育理论)；“教育理论”则是教育现象与教育

规律理性认识的成果，是系统化的教育科学知识总和。 

 

表 2  教育大词典对思想相邻概念的定义 

教育学概念 内涵解释 

教育思想 对教育现象的理性认识，主要包括教育主张、教育理论、教育学说[22]776 

教育理念 无 

教育理论 
教育现象与教育规律理性认识的成果，教育科学知识的总和，与教育实践相对，有基本概念、

原理、原则、操作程序及其各种教育流派等形式[22]762 

教育思潮 
某个时期流传较广的、影响较大的教育思想倾向。教育思潮与教育流派不同，后者有系统的

理论[22]776 

教育观 关于教育现象与问题的基本观念体系。不同人的教育观带有一定的个体认识的差异性[22]748 

 

教育学视角下教育思想相邻概念的内涵与哲学视

域下思想相邻概念内涵基本一致。只是在“教育思想、

教育理论”与“思想、理论”的内涵及其关系存在一

定的差异，哲学视角下“思想”与“理论”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它们之间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

教育学视角下的教育思想包含了教育理论，对于这一

定位，本研究认为“教育思想包含教育理论”可能存

在一定偏误。 

 

2  学校体育思想相邻概念的逻辑关系 
2.1  思想相邻概念的逻辑关系 

个人或群体对事物均可产生观点、认识或看法。

当个人观点具有较大创新性，并成为某一时期某个阶

层或群体的共同利益或倾向时，“观点”可转化为流行

一时的“思潮”；同时，具有较大创新性的个人“观点”

也可直接形成个人的“思想”；若个人“观点”被群体

认可，则可转化为群体“思想”；当流行于某个时期的

“思潮”被大众所接受并长期存在，“思潮”便可形成

“思想”；当某种“思想”被官方认可或被学界认定为

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思想”则可转化为“理念”(见

图 1)。 

 

 
 

图 1  思想、思潮、理论、观点等概念关系 

 

至于“思想”与“观点”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

查询了发表在权威期刊上部分前人研究标题，如“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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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法治思想的六大鲜明观点及其实践意义研究”[23]、

“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光辉典范——试论毛泽东

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24]、“价值观的力量——论

习近平新时代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表达”[25]、

“马克思及其后学的意识形态思想对理解核心价值观

的启示”[26]，上述选题进一步说明：“思想”是一个理

性思维的抽象概念，“思想”可包含数个观点、论点与

价值观等。 

2.2  学校体育思想相邻概念的逻辑关系 

以思想、思潮、理论与观点等概念内涵及其关系

为逻辑，本研究对学校体育思想相邻概念的逻辑关系

进行构建(见图 2)： 

 

 

 

图 2  学校体育思想相邻概念关系 

 

1)作为学校体育思想形成基础的学校体育观(论)。 

从“思想”与“观点”两者内涵视角分析，“思想”

的含义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它属于理性认识范畴，

即不是停留于感知觉等感性认识层面，而是需要进一

步发挥人脑抽象思维的作用，把“感知觉”进行深入

的思维加工，从而形成高于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而

“观点(论点)”是指人们对事物或问题的看法。学理

而言，每个人都可表达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这是作

为“人”生而具有的本性与权利，是人们对事物感性

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理性看法。 

“学校体育思想”是人们对学校体育现象与问题

的理性认识，主要包括学校体育主张、看法与认识。

“学校体育观”是人们对学校体育现象与问题的初步

认识，带有较为强烈的个人色彩及其个体之间的差异

性。很显然，“学校体育观(论)”比“学校体育思想”

更具个体性与主观性，而“学校体育思想”在理性认

识的层次上更具深度，特性上更具创新。换言之，“学

校体育观点”是“学校体育思想”形成的基础，“学校

体育思想”是“学校体育观点”的深化，并不是所有

学校体育观都能成为“学校体育思想”，只有那些具有

一定的创新性与较大影响力，并得到一定阶层认可的

学校体育观才能成为“学校体育思想”。 

学校体育业内外的每一个人均可对学校体育产生

个人色彩较浓、主观性较强的观点、认知或看法，并

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与可变性，且因个人的不同观察

视角、方法与手段等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如有的学

者认为学校体育应以增强体质为主，有的学者则认为

学校体育应以掌握知识与技能为主，还有的学者认为

学校体育应以育人为主，由此在不同人群中产生了学

校体育观点与认知的差异性。 

2)作为学校体育思想形成中介的学校体育思潮。 

从“思想”与“思潮”两者内涵视角分析，“思想”

是人们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个人观点的升华；而“思

潮”是“某一时期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

的思想倾向”。这一界定充分说明“思潮”并不是个人

化的，是得到某些阶层共识的意识形态，但“思潮”

仍属于“思想倾向”范畴，进一步说明它并未上升到

“思想”的层面与高度，只是一种“思想”的倾向。

只有当“思潮”的影响更具广泛与深远，且被学界公

认，此时的“思潮”才可能转化为“思想”。 

“学校体育思潮”大多源于教育思潮，每一次教

育改革均在国内外教育思潮的引领下产生多元化的学

校教育思想，进而影响至学校体育并产生学校体育思

想，如“终身体育思想”在“终身教育思潮”的影响

下并传播至体育领域而产生。 

3)作为学校体育思想升华的学校体育理念。 

“理念”是西方古典时期的哲学名词，常出现在

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著述中。柏拉图哲

学中的“观念”通常译为理念；康德、黑格尔等人的

哲学中的观念指理性领域内的理念。自“理念”引入

中国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一般情况下，

本土化的理念也内含了更高层次的意蕴。 

从“学校体育思想”与“学校体育理念”两者内

涵视角分析，“思想”有对错之分，思想的正确性需要

实践的验证；但“理念”已摆脱思维判断的“对立性”，

更接近事物的本源。基于以上认知，学校体育思想的

正确性是相对的、阶段性的、历史性的，相较而言，

学校体育理念则是比较稳定的、能较长时间指导和引

领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的概念。如健康第一理念通常

被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适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官方意志，从此层面理解，学校体育理念应高于学校

体育思想，是学校体育思想的升华。 

4)由学校体育思想与学校体育理念派生的学校体

育理论。 

从“思想”与“理论”两者内涵视角分析，“思想”

是人们理性思维活动的结果，“理论”是对学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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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判断、推断原理等内容的体系化思维结果，是

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它与“思想”同属超越感性的

理性认识，这说明“思想”与“理论”有共通之处。

但两者之间的内涵不同：“思想”虽为理性认识，但它

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只代表方向性，要解决的问题

是“怎么做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理论”则是在“思

想”的引领下，对“是什么、做什么、做到何种程度、

做的方法与策略、做的效果等进一步体系化，从而建

立概念、范畴、原理、原则、方法等学科体系。 

“学校体育思想”是由数个相互关联的观点形成，

“学校体育理论”是由概念、判断、推理、范畴等体

系组成，学校体育理论经常以体系出现。“学校体育思

想”是形成“学校体育理论”的基础，“学校体育理论”

是“学校体育思想”的学科化；“学校体育思想”在先，

“学校体育理论”在后，“学校体育思想”需要“学校

体育理论”体系化，“学校体育理论”需要“学校体育

思想”引领。如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校体育理论是在“以

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理念引领下的学校体育

诸多内容思维的理论体系。 

 

3  典型学校体育思想相邻概念的重新定位 
“概念”主要是指运用一些代词或名词代表文中

具体的称述对象。其词语叫“概念语”；被概念的事物

称概念对象。如果“概念语”与“概念对象”不一致，

那么将导致两者之间的内涵与外延的错位。“学校体育

思想”是一个“概念语”，而“概念对象”是指“学校

体育思想”所指对象的具体含义，如果“学校体育思

想”的“概念语”与其所指对象的具体含义相同或相

接近，那么可以认为学校体育思想的“概念语”与其

“概念对象”是相匹配的；反之，“概念语”与其“概

念对象”产生了错位。 

3.1  “体质教育”的思想定位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体质教育”选题研究主要包

含了“体质教育思想”“体质教育论”或“体质教育观”

“体质教育理论”等指向，此 3 类指向存在“概念语”

与“概念对象”的错位。本研究认为，“体质教育论”

与“体质教育观”含义基本相同，但其层次较低，无

法涵盖较为成熟的“体质教育”的研究内容。因为“体

质教育观” 初由徐英超提出，后经林笑峰发展成为

“体质教育思想”，并对体质教育的概念、范畴、原理、

方法、评价等进行了研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质教

育理论，因此，“体质教育”已摆脱了初期的“观点或

看法”，已上升为“体质教育理论”。因此，较为正确

的说法是“体质教育理论”，它是在“体质教育思想”

引领下形成的体质教育理论体系。 

3.2  “健康第一”的思想定位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健康第一”选题研究主要包

含了“健康第一思想”“健康第一理念”“健康第一既

是思想也是理念”等指向。本研究认为，早期的“健

康第一”是作为“方针”提出的，之后演变为“思想”，

且主要针对教育领域，其本质是指向学校教育各学科

在文化学习过程中均要确保学生身心健康。因该思想

内含“身体健康”的要素，因而被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列为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是符合时代背景与社

会要求的，但之后又大量出现“健康第一理念”称谓。

对于以上问题，本研究认为，无论是生物学、心理学

或社会学视角，“健康第一”对青少年学生而言无疑是

重要与需要的，且这一“思想”已在业内广泛提倡、

宣传与推广，因此，“健康第一”作为“理念”而存在

更为合理。 

3.3  “快乐体育”的思想定位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快乐体育”选题研究指向比

较复杂，除“快乐学校体育思想”一词被广泛使用外，

还同时出现“快乐体育观”“快乐体育论”“快乐体育

思潮”“快乐体育理论”等说法。本研究认为，从快乐

体育的源流来看，它主要来源于日本的快乐体育论，

且自传播至中国之后，便在学校体育界得到了广泛影

响，并形成了所谓的快乐体育思潮，提出了快乐体育

概念、原理、方法、内容、评价等，但之后因快乐体

育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了快乐体育的发展并不

顺利并遭受质疑。因此，从快乐体育来源、发展历程

与阶段视角分析，快乐体育 初是以“快乐体育观”

“快乐体育论”而存在，之后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且被较大认可，但始终未能形成特定的快乐体育理论

体系。因此，“快乐体育思想”的界说可能比较符合历

史特征与发展进程。 

3.4  “终身体育”的思想定位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终身体育”选题研究主要包

含“终身体育思想”“ 终身体育理论”“终身体育思潮”

“终身体育观”等指向。本研究认为，“终身体育思潮”

是较早期的说法，它来源于法国的“终身教育思潮”，

自引入体育领域之后，便与学校体育产生了紧密的联

系，并孕育出学校体育领域的“终身体育思潮”。之后

在国内学者王则珊的倡导下与坚持下，对终身体育的

概念、原理、原则、内容、方法、路径、评价等方面

进行系统化研究。但从研究成果来看，终身体育的概

念、范畴、原理、内容、方法、路径、评价的理论体

系并不成熟，因而，“终身体育理论”之称谓虽有趋势

但尚不完整，“终身体育思想”的表述可能更为准确，

至于“终身体育观”“终身体育论”仅为终身体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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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级阶段及其认知。 

 

4  学校体育思想后续研究建议 
由于“思想”的研究难度较大，一直以来，体育

学界内外并未对思想、思潮、理论、观(论)等概念作

明确界定与区分，导致学者们对学校体育思想相邻概

念相互替代或混用。基于统一学术规范的思考，本研

究提出以下建议。 

4.1  精准表述学校体育思想与学校体育观 

在涉及著名人物“学校体育思想”研究选题时，

其标题往往会出现“某教育家或体育家的体育观或学

校体育观”，本研究认为，需对著名人物的学科归属及

其贡献进行界定，若涉及著名教育家谈论体育方面的

内容，拟把标题确定为“某教育家的体育观或学校体

育观”，若涉及著名体育家谈论体育方面的内容，且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与理论支撑，则拟把选题确定为“某

体育家体育思想或学校体育思想”。如洛克是一位西方

著名教育家，他具有丰硕的教育理论，其教育理论中

也谈到了部分体育的内容与观点，但他本人不是专门

研究体育的体育家，他的“体育”观也缺乏体系化，

因此，不能简单地称之为“洛克学校体育思想”，而较

为适合的标题是“洛克体育观或洛克学校体育观”；又

如清华大学著名体育家马约翰，他不仅拥有自己的体

育教育实践与经验，同时还提出了诸多体育的观点与

论述，因此，在总结与研究马约翰体育成果时，可用

“马约翰学校体育思想”进行表述。 

总之，个人学校体育观是指个人对学校体育较为

直观的、带有个人色彩的看法或主张，它具有个人化、

主观化与不稳定性等特征，学校体育观是学校体育思

想形成的基础，没有个人化的“体育观或论”，就不可

能形成“学校体育思想”。只有在个人提出具有创见性

的“学校体育观”基础上，并将它较广泛地运用到体

育教学实践之中，才有可能成为学校体育思想。因此，

学校体育思想比体育观更客观、稳定与理性，学校体

育思想可由数个体育观组成。 

4.2  准确辨明学校体育思想与学校体育思潮的关系 

“学校体育思潮”是一种“思想倾向”，并未达到

“学校体育思想”的层次，“思潮”通常以某种具体形

式出现在教育领域之中，若某种教育思潮传播且影响

到体育界并形成一定的共识，那么，此类教育思潮可

演化为“学校体育思想”；若某种教育思潮虽传播并影

响至体育界，但其影响力不足、范围不广，那么，此

类教育思潮 终不能成为学校体育思想。如“素质教

育”是一种流行于教育界的思潮，它虽传播并影响到

学校体育领域，且学校体育目标中也存在与“素质教

育”相近(身体素质)的词语，但长期以来并未对学校

体育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未构建出基于素质教育思

潮的“素质教育学校体育思想或理论”，因此，简单地

冠以“素质教育体育思想”或“体育素质教育思想”

之名是不够确切的[27-29]。 

4.3  严格区分学校体育理论与思想范畴 

“学校体育思想”由教育家或体育家个人率先提

出并得到体育界认可，且对体育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

理性认识，它的特点是具有一定的创见性、方向性、

统摄性与稳定性。学校体育理论则是在某种学校体育

思想或学校体育理念的引领下，对学校体育的基本概

念、范畴、内容、原理、方法等方面的理性认识。它

的特点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系统性与完整性。“学校

体育思想”涉及学校体育“如何做？为什么要这么

做？”的问题，代表了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性；

“学校体育理论”涉及的是“做什么？做的方法是什

么？做到什么程度？”等问题，表明的是学校体育实

践的操作性。“学校体育理论”需要“学校体育思想”

引领。两者之间的内涵与属性各不相同，不能混为一

谈。如对于“自然体育”这一选题，可用“自然体育

思想”这一概念进行研究，尽管自然体育研究也涉及

了其概念、依据、原理、方法等内容，但并未形成完

整的理论体系，因此，不宜使用“自然体育理论”这

一概念。 

4.4  谨慎使用学校体育理念 

“学校体育理念”是在学校体育思想的基础上发

展而成，因为“学校体育思想”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

经过实践检验之后，如果某种学校体育思想是不正确

的，那么它将被淘汰，如果某种学校体育思想是正确

的，那么其可提升为“学校体育理念”，并在较长时期

内成为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但并非所有

的学校体育思想皆可称为体育理念，只有那些经得起

实践反复验证的学校体育思想才能升华为体育理念。

因此，需要谨慎使用“学校体育理念”这一概念。如

不拟使用“快乐体育理念”“实用主义体育理念”“核

心素养理念”等，以免造成其内涵与外延研究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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